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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理论

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私立中学教育

李小东

!西北大学历史学院#陕西西安
!

C#""$F

"

摘
!

要!抗战时期#大批中国中%东部地区人员涌入西安'由于西安本土中学教育发展缓慢#难以满足适龄学生的教育需求#

一大批由外来移民主持建设运营的私立中学应运而生'在学校的日常教学和生活中#师生们克服了诸多不利条件#坚持教学

活动'私立中学的发展为西安社会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#促进了西安社会经济发展'

关键词!抗日战争&西安&私立中学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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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西安接收了大量的内迁难民#在较短

时间内成为了一座移民城市5

#

6

%&A

#大量移民的迁入

也改变了西安社会状况'其中#西安地区的私立中

学教育发展较为突出5

#

6

%&$

'由内迁人士和本土有

识之士建立的一大批私立中学#特别是外省同乡会

在西安兴办中学#使西安的中学教育逐步发展与完

善'对于抗日战争时期西安的中学教育的研究学界

已有一定成果#大多以宏观的视角对民国时期西安

的教育进行叙述#但在专题式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西

安中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还有

待进一步拓展'

)本文旨在微观地考察抗日战争时

期西安中学教育在外部力量的推动下#各私立中学

在学校运营和教学等方面的发展#以期从社会史的

角度审视外来移民对于西安社会教育发展的推动#

以及西安中学教育对于西安社会发展的作用'

一&抗战爆发前后西安的社会状况与私

立中学的发展

西安地处西北#近代以来价值文化上的因循保

守#教育与科举的僵化腐朽#使得社会风气异常守

旧%沉闷5

!

6

&#F

'在陇海铁路未开通前#由于交通不

便#信息闭塞#军阀混战%饥荒瘟疫#使西安社会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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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足不前#甚至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倒退5

#

6

AC$

'

农业方面#受税赋沉重%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影

响#

!"

世纪初期西安地区农业发展一直较为缓慢'

其中
#F!B

年至
#F&!

年#西安连续
%

年遭受旱灾#大

大迟滞了西安的社会经济发展'工业方面#

#F&!

以

前#西安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'清末创办的少量洋

务企业多存在规模小#销路窄的问题#最终难以为

继5

&

6

F@#!

'工农业生产的落后#导致西安成为典型的

消费城市#人民生活水平较低'

教育方面#西安地区所固有的教育形式是书院

教育#主要考课*诗古文辞%八股试帖%策论%杂著+等

旧学#教学内容也以经史子集为主5

!

6

!$"

'其后在清

末改革中#教育方面始终未有较大突破#新式学校仍

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#鼓吹7尊孔)%7忠君)#奖励

科举出身5

!

6

&#$

'具体到中学教育#光绪二十四年

!

#BFB

"八月二十七日#陕西巡抚魏光熹,为陕西开办

中学堂并酌拟初办章程折-获准#陕西中学堂开办#

光绪二十六年!

#F""

"停办'在此之后#先后存在西

安府官立中学堂%西安驻防中学堂!八旗中学堂"%公

立客籍中学堂等中学#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些中学

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学内容陈旧%生源范围窄小

等问题#可见在风气保守%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

下#单纯自上而下的官方力量难以直接推动教育的

现代化'私立中学的创办更迟至民国
A

年!

#F#%

"#

当年基督教浸礼会创办乐道中学'截止
#F!%

年#西

安只有
#"

所私立中学5

A

6

##A@##%

#加上为数不多的公

立中学#难以满足适龄青少年入学接受中学教育的

要求'

这一时期西安地区中学教育发展的滞后#既由

于民众收入低%风气保守所导致的学生无能力也无

意愿接受中学教育#更因为社会自身囿于社会经济

发展水平而无力兴办中学'

进入
!"

世纪三十年代后#新军阀混战基本结

束#陇海铁路联通西安#西安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步入

正轨'此后#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#境内人口骤增#

经济渐趋繁荣#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学教育出现了较

快的发展'

抗日战争爆发后#陇海铁路成为了东部沦陷地

区人员和物资内迁的重要交通线#而西安作为陇海

线上较为安全的大后方#成为了人员%设备%技术内

迁的目的地'内迁的人员物资为西安的中学教育乃

至西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软硬件条件#

一时间大量由内迁西安的旅陕团体%个人兴办的私

立中学应运而生'如
#F&B

年秋#北京师范大学陕西

同学会联合西安知识分子#成立私立力行中学'由

于学校教师*大都毕业于高等师范院校#而且多数来

自北京师范大学+

5

C

6

##

#而学校内的纪律严格#学习

风气良好#*力行中学也在西安渐有名气+

5

C

6

##

#故当

时陕西省主席雄熊斌%省教育厅长王捷三等都将其

子弟送入力行中学就读'

抗战时期西安作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政治经

济中心#集中了大量的内迁人口$

#F&C

年前#西安人

口数量最高时只有
!"

万左右#

#F&B

年增至
!A

万左

右#到了
#FAB

年#外籍人口占西安总人口的
C&>

Aa

5

%

6

!$#

'外省子女的就学问题随着内迁人口的逐

步上升日趋明显#由此产生了一批由外省内迁同乡

会创办的中学'相比旅陕同学会%个人举办的私立

中学#外省旅陕同乡会兴办的%面向旅陕同乡并兼及

西安本土学生的私立中学占总量更大'同乡会兴办

中学的出发点是解决本省流亡学生的教育问题#但

是大多数同乡会私立中学并不排斥非本省学生进

入'私立晋兴中学*除收录山西旅陕同乡会子女外#

还招收本地区的小学毕业生入学+

5

B

6

!"@!#

#私立西北

中学秋三八级甲班一个班的学生更是来自全国各地

#$

个省5

F

6

'

外部社会力量集中进入西安#从社会层面出发#

令西安的中学教育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!见表

#

"'

表
#

!

西安市抗战时期创办私立中学一览表

校名 创办人

中正中学

三育中学

董事长李贻燕!曾任青岛大学教务主任%陕西

省党部委员兼宣传处长,西北文化日报-发行

人兼社长"

中华中学 董事长杨杰科!本省人#曾任军需局会计科长"

青门中学
董事长马独青!回族#北京大学肄业#曾任第一

届国大代表"

芷阳中学

作秀女

子中学

董事长张钫!河南人#民国陆军上将%原全国政

协委员"

晋兴中学 山西省同乡会

东南中学 浙江同乡会

西北中学 河南同乡会

新苏中学 江苏同乡会

潞河中学 河北省内迁至西安

汇文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同学会

三晋中学 山西会馆

并州中学 山西同乡会

东望中学 东北旅陕同乡会

!!

资料来源$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,西安市教

育志-#西安$陕西人民出版社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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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李小东$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私立中学教育

二&抗战时期私立中学的困境与发展

私立中学相对于公立中学#一方面受政府的约

束较少#但来自政府的资助也较少#考察抗战时期的

私立中学所遇到的困境与在困境中的顽强发展#可

以从一个侧面观察社会势力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'

缺乏固定校址是私立中学创办中遇到的首要难

题#对此各校采取不同方式克服困难'有如晋兴中

学初办时借用厂房办公上课5

B

6

!"@!#

#有如私立西北

中学借用同乡会会馆作为校址#也有如私立潞河中

学借用教会教堂作为校舍'

另外学校经费也很成问题'力行中学办学初期

*由于达不到陕西省教育厅规定的立案数额#学校曾

7弄虚作假)#借了别人一个存折充数#勉强办了立案

手续'+

5

C

6

F其他私立中学有的*主要靠学生学费和社

会热心教育人士捐助+

5

B

6

!"@!#

#有的主要靠学生学费

支付和同乡会每学期给予少量资助5

B

6

%

'也有学校

接受*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的救济费+和*国民党

教育厅的补助和学生学费+

5

#"

6

A%

'同乡会背景的私

立中学还 *以同乡 会 房 地 产 收 入 为 办 校 经

费+

5

##

6

%B@%F

'艰难的经费收入并没有使学校降低教

学标准#各私立中学依然利用现有资源提供教学保

障%克服经济困难'

反观这一时期的公立中学#由于有政府作为财

政保障#在经费师资等方面远超过私立中学'如

#F&F

年陕西省教育厅筹建的省立兴国中学#几乎集

全省之力筹办#其软硬件方面均居全省之首'师资

方面 *延聘了很多知名教师授课'多是陕西教育界

的名宿+

5

!"

6

&B

#学校硬件条件方面在陕西也是独一无

二的5

!"

6

&C

'但政府财力有限#难以批量复制标准化

的公立中学#故而教育现代化方面还需依靠社会力

量惨淡经营'

面对种种困难#私立中学依然保持着巨大的生

命力'首先#各私立学校依然坚持为学习成绩优异

的学生提供奖学金#并减免清寒学生的学费'私立

民兴中学长期对学生成绩优良的实行减免学费制

度#此外还对家庭特别贫穷的学生酌情予以减%缓%

免学费5

B

6

F#@F!

'私立西北中学则设立*清寒学生补

助金委员会+#管理奖助学金5

#!

6

'而私立东南中学

除自筹资金设立奖助学金外#还动员社会力量设立

专门奖学金'

此外#各校还拟定学费上限#并联合制定公议的

学费标准5

B

6

!A

#尽可能地减少学生负担#私立并州中

学
#FA$

年即规定*高中学费标准每名最多收五万六

千元#初中每名最多收五万元#杂费高初中每名一律

六千元#似此规定#学生负担已经过重#预备金概不

准收+

5

#&

6

'

教师水平的优劣会极大影响到教学质量'清朝

末年#西安*中学经史各科仍用举人%贡生任教#西学

理化各科则从外省延聘教习'+

5

#A

6

&%$民国初年#*西

安师范教育与高等教育不发达#中学教师多聘外省

大学毕业者担任+

5

A

6

&BB

#数量有限的外来师资力量

虽有开风气之名#但难有促变革之实'到了抗战时

期#*因华北半壁河山沦陷#逃来后方的知识分子极

多#教厅不断登记#选择聘用+

5

$

6

A#

#各私立中学选聘

了大量有较高学历和教学水平的教师'如私立西北

中学就规定教职员至少有国内外大学和高等师范或

专修科学历5

#!

6

'在较高的选任标准下#一大批有较

高学历和教学水平的教师进入教学岗位'!见表
!

"

另外如著名地理学家%国家一级教师聂树人%特级教

数学教师梁惠中%音乐教师孙尊武%美术教师谷翼

云#都曾多年执教由教会创办的私立尊德女中5

#"

6

A%

'

表
!

!

西北中学
#FAC

年教职员简历表

职务 姓名 性别 学经历

高中美术教员 潘素吾 男
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心理学系

毕业

高中数理教员 马季康 男 天津工学院毕业

高中国文教员 王励清 男 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

史地教员 赵种玉 男 北京师大史地系毕业

国文教员 关拱三 男 山西大学国文系毕业

国文教员 刘赤诚 男 河南大学文史系毕业

高中数学教员 张庆嵩 男 国立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

初中英文教员 刘鸿熙 男 中央警校外事班第一期毕业

初中数学教员 李继业 男 河南省立高师数理科毕业

初中数学教员 王崇山 男 山西大学经济系毕业

初中英文教员 王建秋 男 北平辅仁大学毕业

初中英文教员 廖性之 男 国立西北大学政治系肄业

初中国文教员 刘若思 男 上海大学毕业

初中化学

博物教员
袁石夫 男 国立西北农学院毕业

美术教员 金文达 男 北平师范大学毕业

!!

资料来源$西北中学
#FAC

年教职员简历表#西安市档案

馆藏#全宗号
"&A

#案卷号
#C

'

在经费艰难的情况下#各私立中学在多方筹措

经费的同时也尽量压缩教职工的工资来保证教学经

费'在
#F&$

年时#即便是民立中学的校长薪金也只

有
A"

元5

#%

6

'而教会办的私立玫瑰女子中学*由于

学校中一些教职员是由传教士或教友担任#因此有

些教职员是义务为学校服务+

5

#$

6

'

#FAB

年国民党

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#私立东南中学除校长多支特

别办公津贴费
A!

元外#其他教师所领实际薪水均不

到
$"

元#但其后金圆券也开始贬值#教职工的生活

%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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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进一步下降'

在这种艰苦条件下#教职工们保持了艰苦奋斗

的精神#顽强地与所处环境作斗争'私立民立中学

校长王敏功*除教课#处理校务外#每日课外活动时#

则手持木板%钉%斧修理门窗#桌凳#从不见

息+

5

#C

6

#%"

'而并州中学*教师都是聘任制88所以

教师都在拼命地干#生怕教得不好#下学期被解聘#

因此#教学质量比较好'+

5

B

6

%@$

在尽可能地提高硬件设施的同时#各私立中学

也在不断革新管理制度'西安原有的书院教育在学

校管理方面比较松散#关中书院实行*讲会制度+#只

在举会时间%开会仪式%入会要求%讲会宗旨等方面

有所要求'抗战时期的私立中学有着一系列的学校

管理体系#以校董会为例#私立玫瑰女中校董会组织

条例将校董会的人数%职责%任期%选举等都作了详

细规定5

#$

6

#为校董会的有效运作提供了制度保证'

校董事会的人员构成也是尽量囊括各界人士5

B

6

&B

#

使校董会的运作能够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'

三&

!"

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各私立中学

的教学内容

由于西安地处内陆#交通不便#信息闭塞#在新

文化%新技术的传播方面相比沿海地区都有较大差

距'即便是清末以新学教育著称的崇实书院#其教

学内容也不免落入*体用之争+的窠臼#而将*四斋+

教学中的西学部分附属于传统中学#以先秦儒家经

典为核心#兼及其他西学知识5

!

6

!AC

'

根据国民政府
#F&!

年颁布的中学课程#

!"

世

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安私立中学课堂中#初中生需要

学习*公民%体育%卫生%国文%英语%算学%自然%历

史%地理%劳作%图画%音乐+等科目#高中生要学习

*公民%体育%卫生%军训%国文%英语%算学%生物学%

化学%物理%本国史%外国史%本国地理%外国地理%论

理%图画%音乐+等科目5

#B

6

##&@##A

'因而除教授传统

的文史知识外#自然科学知识和外语知识的教授也

使得学生接触到了一些新文化和新技术'

由于当时西安外部环境的影响#自然科学的教

学本身受到很大制约#学校大多没有实验室#物理化

学等实验器材因陋就简'但是在这种条件下#各中

学依然坚持开设所有自然科学课程#并利用各种手

段教授自然科学知识'如私立竞存中学*明确提出

7教%学%做合一)的要求'理化课为附近造纸厂研究

改进造纸工艺&生物课研究当地农作物生长及土壤

气候条件#并将结果告知当地有关部门及群众#作为

改进农业生产的参考5

B

6

AC

'其他中学有的动手自制

实验器材#有的改造利用现有实验器材#尽可能地满

足自然科学科目的教学'

在自然科学学科的教学内容上#当时的物理教

学已包含力%热%声%电%光等物理学几大基本分支学

科#而且要求学生不仅掌握一些基本物理学概念#还

能够运用一般定律进行计算'在生物课方面#囊括

了动物%植物相关知识#介绍了当时还比较前沿的细

胞%染色体的知识#并且将生物与卫生联系#使生物

课所学知识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运用'化学方面

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还只是集中在无机化学#但能

够看出教学中对于实际化学计算能力的重视5

#F

6

'

外语的教学方面#除各中学均开设有英语课外#

一些有条件的学校还为学生创造条件进行口语练

习#如私立玫瑰女中即以毕业于美国马利大学的美

国人韩克礼教授英语'而非教会中学一方面聘请有

深厚英语功底的学者担任英语教师#另一方面则联

系校外力量为学生创造英语口语环境'外语的教学

为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知识%出国留学做了知识技能

储备'同时在社会层面上#通过学生的间接传播#整

个西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西方有了初步的了

解#对破除西安社会的封闭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#以

至于一些普通文盲%半文盲市民也知道世界上有美

国和苏联'

历史地理的学科在传统的书院教育中已经有所

体现#到
!"

世纪三四十年代#西安的各中学在史地

教学上一方面教授中国史地知识#培养学生的爱国

思想'另一方面#外国史地知识也占有很大比重#大

量新知识涌入#扩大学生的视野'当时的历史地理

教学不仅教授了黄河下游变迁%大连港的港口特性%

王安石变法%鸦片战争等中国史地知识#还着重讲授

了希腊文明%法国大革命%美国独立战争%世界各地

地理位置等外国史地知识'而在中国史地知识方

面#被列强占据的大连港%台湾的风土物产%中英西

藏问题交涉%鸦片战争等内容无疑会激发学生的爱

国热情#使学生在放眼全球的同时心系祖国5

!"

6

'

四&抗战时期西安私立中学的社会影响

截至
#FAC

年#西安地区共有公%私立中学十余

所#其中大部为私立中学#这也是民国时期西安地区

普通中学教育发展的最好时期'

抗战时期#西安私立中学学生在校期间也通过

多种方式参与社会调查%社会改造等工作'有曾在

私立中学就读的学生回忆其在假期如何在家乡进行

宣传调查实践活动#其内容不仅有讲演中国现状%讲

演孙中山先生历史等时政宣传#也有提倡放足%劝戒

$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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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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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 李小东$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安私立中学教育

烟%劝剪发辫等移风易俗的尝试#还有详细报告自己

家庭状况%采集歌谣%记写名胜古迹%记述乡贤%采集

特殊方言%调查农工生产%调查商业情况%收集农村

妇女生活情况%记写农村婚丧祭礼%记写农村旧年礼

俗%调查各县镇驻军及土匪情形%调查乡土风俗%调

查学校状况!公立学校%私塾及其经费情况&儿童人

数及年龄&教学课本#教师待遇#校董和教师履历&学

生成绩等"等等林林总总的社会调查活动5

B

6

$F@C"

'

在抗战的大背景下#私立中学对学生的要求除

了学业优秀外#更多地深入了爱国报国的教育#如私

立育德中学则直接要求学生*不敷衍#不作弊#大家

齐努力'努力向前行#前途就光明0+

5

C

6

!&抱有爱国

报国志向的学生在进入社会后#加快了社会的现代

化进程'

近代西安作为承接中国东西部的重要节点#具

有着鲜明的特点$第一#传统文化在周秦汉唐时期的

高度发展和宋明以来的固化与衰败&第二#东西部文

化交流的枢纽#社会文化总体水平低于东部又高于

西部#接受外来冲击晚于东部又早于西部&第三#社

会政治的稳定性#地缘的特点使得西安较少受到鸦

片战争以来的欧风美雨的冲击#加之较低的社会经

济发展水平使西安很难从自身内部出发调动力量#

实现教育的现代化#并透过教育的现代化推动社会

的发展'

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的内迁教师%学生所兴办的

私立中学从社会层面荡涤了西安教育界原有的保守

封闭气氛#使教育的基本对象学生在学识和眼界方

面有了极大提高#一大批具有爱国热情和专业知识

技能的中学毕业生进入社会#为西安社会的建设培

养了大批人才'同时这些学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

西安的社会风貌#西安原本闭塞%落后的社会风气有

了一定的改观#西安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因此受益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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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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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教委教育志编纂办公室编,西安市教育志-!陕西

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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